
第一部分  经济学基础 

 

第六章 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第六章  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考点 1 社会主义再生产 ★★ 

考点 2 社会主义的产业结构 ★★★★★ 

考点 3 社会主义的国民收入 ★★★★★ 

考点 4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 

 

【考点 1】社会主义再生产★★ 

实质 
包括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 

特点 扩大再生产 

从实现的方

式来划分 

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单纯依靠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数量以及扩大生产场所来扩大生

产规模。 

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生产要素的质量以及提高劳动效率和生产效率

来扩大生产的规模。 

 

【习题演练】 

【单选题】依靠科技进步，改善生产要素质量、提高劳动效率和生产效率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属于（     ）。 

A.外延的扩大再生产 

B.绝对的扩大再生产 

C.内涵的扩大再生产 

D.相对的扩大再生产 

【答案】C 

 

【考点 2】社会主义的产业结构★★★★★ 

一、产业结构划分 

1、两大部类 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 

2、三次产业 

第一产业：农业，种植业，牧业，林业，副业，渔业。 

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 

第三产业：不生产物质产品而只提供服务的部门 

3、按生产要素密集程度

分类 
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 

三次产业分类法能够较全面的反映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状况和相互关

系。 

 

【习题演练】 

【单选题】下列属于第二产业的是（  ）（2022 真题） 



A.畜牧业  

B.房地产  

C.建筑业  

D.一个服务业  

 

【答案】 C  

【解析】国家统计局对三次产业的具体划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第一产业为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海业；第二

产业为工业和建筑业（故 C 项正确），其中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第三产业为服务业，可分为流通部门（商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等）和服务部门（融保险业、房地产

业、公用事业、旅游业、技术信息服务业等）两个部分。 

 

【单选题】能够较全面的反应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状况和相互关系的产业

结构分类方法是（   ）。 

A.两大部类分类法 

B.生产要素密集程度分类法 

C.企业规模分类法 

D.三次产业分类法 

【答案】D 

 

【考点 2】社会主义的产业结构★★★★★ 

二、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 

1、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2、资源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3、投资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4、科学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5、劳动力素质和数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6、产业间关联方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资源可以分为自然资源和经济技术资源。科技越发达，产业机构受自然资源结构的约束度越小。 

 

二、产业结构优化的途径 

1、产业结构优化 

在产业结构中，根据各种产业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一般可以分为：主导产业、战略产业、基础产业和一般

产业。 

2、我国优化产业结构的目标 

短期目标：实现产业结构的运行均衡 

长期目标：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优化 

3、市场产业结构优化目标的途径 

①建立转换机制，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宏观调控的作用，推动产业发展和调整。 

②选准主导产业、培育战略产业、强化基础产业。 

 

【习题演练】 

【单选题】在划分产业结构类型时，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持续重要地位，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对它依赖程度大，

它的发展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联重大，又具有较高社会综合效益的产业称为（ ）（2022 补考真题） 

A.一般产业 

B.战略产业 

C.基础产业 



D.主导产业 

【答案】D 

【解析】主导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对它依赖程度大，它的发展与整

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联度大，又具有较高社会综合效益的产业。 

 

【单选题】关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说法正确的是（   ）。 

A.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都能按照同一速度发展 

B.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之间建立最佳的结构和优化的最有比例 

C.国民经济中，基础产业得到优先发展 

D.国民经济中，战略产业得到优先发展 

【答案】B 

 

【考点 3】社会主义的国民收入★★★★★ 

一、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 

国民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

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

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二者之间的关系：GDP=GNP-国外净要素收入 

目前世界各国更加普遍地使用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指标，往往把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国民收入的来源，也作

为国民收入分配的起点。 

 

【习题演练】 

【单选题】采用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项之和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方式是

（    ）。 

A.生产法 

B.收入法 

C.支出法 

D.平衡法 

【答案】C 

 

【单选题】下列指标中，作为国民收入来源和国民收入分配起点的是（    ）。 

A.企业利润总额 

B.国内生产总值 

C.国家财政收入 

D.工农业总产值 

【答案】B 

 

【考点 3】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分配★★★★★ 

三种计算方法 

（1）生产法 （总产出减中间投入） 

（2）收入法 （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之和） 

（3）支出法 （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之和） 

 



【习题演练】 

【单选题】采用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项之和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方式是（   ）。 

A.生产法 

B.收入法 

C.支出法 

D.平衡法 

【答案】C 

 

【考点 3】社会主义的国民收入★★★★★ 

二、社会主义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 

积累基金 消费基金 

由扩大生产基金、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和社会后

备基金三部分构成。在积累基金中，扩大生产基金

是最主要的部分。 

分为社会消费基金（国家管理基金、文教卫生基金、

社会保障基金）和个人消费基金（物质生产部门和

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基金）。 

 

【习题演练】 

【单选题】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消费基金的实物形式是（ ）。 

（2022 真题）  

A.一年内新增加的生产资料总量  

B.一年内用于个人消费的消费资料总量  

C.一年内用于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消费资料总和  

D.一年内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总和  

 

【答案】C  

【解析】消费基金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所制造的国民收入中用来满足劳动者个人消费及社会消费的那部

分资金，它的实物形式为一年内用于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消费资料总和。 

 

【多选题】社会消费基金包括的项目有（   ）。 

A.国家管理基金 

B.文教卫生基金 

C.社会保障基金 

D.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 

E.社会后备基金 

【答案】ABC 

 

【单选题】社会积累基金中，最主要的部分是（   ）。 

A.社会保障基金 

B.国家管理基金 

C.社会后备基金 

D.扩大生产基金 

【答案】D 

 

【单选题】消费基金主要用于（   ）。 

A.基本建设 

B.个人消费 

C.社会福利 

D.国库储备 



【答案】B 

关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坚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要求遵循的基本原则有： 

在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兼顾积累和消费，使积累基金能够保证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消费基金

能保证劳动者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必须同国民收入中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相适应。 

正确安排积累基金内部的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的关系。 

正确安排消费基金中社会消费基金和个人消费基金的比例。 

 

【考点 3】社会主义的国民收入★★★★★ 

三、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1、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 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 

2、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

弊端 

国家财政、企业负担重，个人保险意识单薄； 

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享受社会保障的机遇不均等； 

明保少，暗保多，保障效果不明显，保障项目不完备，没有形成完善的体

系； 

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不完善，措施不配套，立法滞后，未建立宏观管理机构，

缺乏规划、协调、监督。 

 

针对目前社会保障基金收支规模不断扩大、基金运行安全风险更加凸显的实际，党的二十大报告又把“安全

规范”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进一步明确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

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3、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内容 

完善和扩大社会保障项目，开展多种类社会保险。 

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和扩大社会保障对象。 

加强社会保障立法，使社会保障法制化。 

实行社会化的社会保障管理。 

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 

 


